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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学习目的与 HSK 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 

史桂娟 

（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省郑州市，450000） 

 

摘要：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将所得数据采用 SPSS21.0 版本处理，对汉语学习目的与 HSK 水平之间关系进行

探究。结果表明，学习者的学习目的对 HSK 水平有显著性影响，同时，不同 HSK 等级的学习者对学习动机

呈现不同程度的反拨效应。了解学习目的与 HSK 水平之间的关系，不仅为 HSK 考试的有效性和影响力提供

了实证支持，还可以更好地理解学习动机在语言学习中的作用，帮助教育机构和教师设计更加有效的教学

策略和课程。此外，本研究的结果可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促进汉语教育的普及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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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背景 

（一）HSK汉语水平考试 

HSK（汉语水平考试）作为衡量非母语人士汉语能力的标准化考试，自 1984年由北京语

言大学（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研发以来，已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广泛认可的汉语能力测试之

一。最初，HSK分为基础、初等和高等三个级别，后来为了更好地适应不同学习者的需求，

新 HSK 考试于 2009 年推出，分为一级到六级，每个级别都有明确的语言能力描述和相应的

考试内容。新 HSK考试不仅考察听、说、读、写四项基本技能，还增加了口语考试，使得考

试更加全面和科学。 

HSK考试不仅帮助教育机构和企业评估个人的汉语水平，还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大学录取

外国学生的语言能力参考标准。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中国的国际地位提升，学习汉语的人数

持续增长，HSK考试的重要性愈发显著。 

（二）学习目的 

学习目的包括动机强度、学习愿望学习态度等。学习汉语的目的因人而异，多种多样。

一些学习者出于职业发展的需要，希望通过掌握汉语来提升职业竞争力；有些学习者因为对

中国文化感兴趣，希望通过学习汉语更深入地了解和体验中国文化；还有的学习者是为了学

术研究，需要使用汉语进行文献阅读和研究。此外，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舞台上扮演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汉语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交流工具，这也促使更多人出于工具性动机

学习汉语。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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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参与 HSK 考试的学习者为研究对象，涵盖了不同年龄、职业和教育背景的学习

者。这些学习者来自世界各地，具有不同的学习目的和汉语水平。通过对他们的调查和分析，

可以更好地理解学习目的与 HSK水平之间的关系。这些信息有助于分析不同背景的学习者在

学习目的和 HSK成绩上的差异，从而提供更加个性化和针对性的教学建议。 

（二）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法 

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数据，可以大规模地收集学习者的信息，从而进行系统的

分析和研究。 

2.统计分析法 

收集到的数据将通过统计方法进行详细分析，以探讨学习目的与 HSK水平之间的关系。 

（三）具体步骤 

1.问卷基本情况概述 

“学习目的与汉语 HSK水平之间的关系调查问卷”主要涵盖个人信息，如性别、年龄、

国籍、学习汉语的时长等方面的问题，还涉及了学习汉语的目的、学习汉语的途径、对汉语

的兴趣程度、参加汉语水平考试（HSK）的情况以及对汉语学习的自我评估等与汉语学习相

关的情况。 

2.数据量化准备工作 

首先，对问卷中的变量进行精确定义。对于单选题，如“您的性别”，将其定义为变量

“gender”，变量类型为“数值型”，取值范围为“1（男）、2（女）”；对于学习汉语的

目的这一多选题，采用多重二分法，将每个选项都设为一个变量，如“目的_就业”“目的_

兴趣”等，变量类型为“数值型”，取值为“0（未选）、1（选中）”；对于填空题，如“您

学习汉语的时长”，定义变量为“learning_duration”，变量类型为“数值型”，直接录

入实际填写的时长数值。 

在数据编码及录入方面，对于选择题，严格按照事先设定的编码规则进行录入。例如，

对于“您学习汉语的主要途径”这一选择题，若选项“课堂学习”“自学”“其他”等分别

编码为“1”“2”“3”“4”，那么在录入数据时，根据被调查者的选择录入相应数字。对

于填空题，仔细核对录入的文字信息或数值，确保准确无误。录入完成后，对整个数据集进

行初步的检查和清理，剔除明显错误或不完整的数据记录，为后续的数据分析奠定坚实基础。 

3.SPSS分析方法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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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主要运用了 SPSS 中的频数分析、相关性分析和信度分析等方法。其中频数分

析旨在了解各项变量的取值分布情况，例如不同性别、国籍的留学生人数分布，以及学习汉

语目的、途径等各选项的选择频率。通过频数分析，能够清晰地展现数据的基本特征，为后

续的深入分析提供基础信息，帮助我们初步把握数据的整体态势。相关性分析着重探究学习

目的与汉语 HSK 水平之间的关联程度。比如，分析以就业为目的的学习动机与最终达到的

HSK等级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线性关系，或者因兴趣而学习汉语的程度对 HSK成绩的影响方向

和强度等。这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不同学习目的在汉语学习成果上的体现，为针对性教学提

供依据。信度分析主要用于检验问卷数据的可靠性和稳定性。通过对问卷中相关题项的信度

分析，确保所收集的数据能够真实、准确地反映留学生的学习目的和汉语水平状况，从而保

证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4.已获得的数据量化结果 

通过 SPSS的频数分析，我们得到了各项调查内容的频次分布情况。如在学习目的方面，

以“职业发展”为目的的留学生占比 50%，因“想了解中国文化”而学习汉语的占比 20%，

其他目的占比 5%等。在 HSK 通过等级上，通过 HSK 三级的留学生占比最多，为 25%，通过

HSK六级的占比最少，为 5%，未参加过 HSK考试的占比 10%，为废弃数据，不做进一步分析。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学习目的与 HSK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以“职业发展”为目

的的学习动机与 HSK成绩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45，表明学习目的越强，HSK 成绩越高；

而“想了解中国文化”这一学习目的与 HSK 成绩的相关性相对较弱，相关系数为 0.25，但

也呈现正相关趋势。 

在信度分析方面，问卷整体的克隆巴赫系数为 0.82，这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数

据可靠性较强，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留学生的学习目的与汉语 HSK水平的实际情况，为后续

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5.基于分析结果的初步发现 

从数据量化结果可以看出，不同学习目的的留学生在 HSK水平上呈现出一定的差异。以

工作为目的的留学生群体，他们的学习目标较为明确和实际，往往更注重语言在职业场景中

的应用，因此在 HSK备考过程中会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动力。例如，在词汇积累方面，他们会

着重学习与商务、职场相关的专业词汇；在语法学习上，也会更关注正式、规范的表达方式。

这使得他们在 HSK考试中的表现相对较好，通过较高等级考试的比例也较高。相比之下，以

兴趣爱好为目的的留学生，学习过程更加随性和自主，缺乏系统性和紧迫性，更多地是根据

个人兴趣点来选择学习内容，如喜欢中国电影的可能会侧重于学习一些日常口语和流行文化

词汇，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他们的 HSK成绩整体水平相对低于以工作为目的的学生群体，通

过高级别考试的人数占比也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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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进展的问题与挑战 

在数据量化和分析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和挑战。首先是数据质量问题，部分问卷存

在数据缺失情况，尤其是一些开放性问题，部分被调查者未填写，这对数据分析的完整性产

生了一定影响。此外，在数据录入过程中，由于人工操作失误，也出现了少量录入错误的情

况，如将选项“1”误录为“2”等，这些错误可能会导致分析结果出现偏差。为解决这些问

题，笔者采取了数据清洗措施，对缺失值较多的问卷进行了筛选和剔除，对于存在少量缺失

值的记录，采用了均值填充或根据逻辑关系进行合理推测的方法进行处理。对于录入错误，

通过仔细核对原始问卷和数据记录，逐一排查并纠正了错误数据。 

三、结论 

（一）学习目的对 HSK 考试的影响 

1.动机强度如何促进或阻碍学习效果 

研究结果表明，学习动机的强度对 HSK考试成绩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具体来说，动机强

度高的学习者在 HSK考试中往往取得更好的成绩，因为他们学习的动力和目标非常明确，能

够持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学习。相反，动机强度低的学习者往往缺乏学习的主动性

和持续性，导致学习效果和考试成绩不理想。 

2.学习态度对考试准备的指导作用 

学习态度在学习过程中起到关键的指导作用。积极的学习态度能够促进学习者的学习效

果，从而提高 HSK成绩。例如，那些对汉语学习持积极态度的学习者，往往在学习中表现出

更高的主动性和投入度，从而取得更好的成绩。 

3.学习意愿对实际学习行为的驱动作用 

学习意愿是推动学习者进行实际学习行为的重要因素。强烈的学习意愿能够促使学习者

积极参与各种学习活动，如课堂学习、课外阅读、语言实践等，从而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和

HSK考试成绩。 

（二）HSK考试对学习目的的反拨作用 

1.考试结果如何增强或削弱学习动机 

HSK考试结果对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具有重要的反拨效应。取得好成绩的学习者往往会感

到更加自信和满足，从而增强继续学习的动力和信心。例如，许多学习者在取得 HSK高级别

成绩后，表示愿意继续深入学习汉语，以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理解。反之，成绩不理

想的学习者可能会感到沮丧，从而影响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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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试反馈对学习策略的调整 

HSK考试的反馈可以帮助学习者了解自己的优势和不足，从而调整学习策略和方法。例

如，通过分析考试成绩，学习者可以发现自己在听、说、读、写等方面的薄弱环节，从而有

针对性地进行改进和提高。 

3.HSK等级对进一步学习选择的指导 

HSK等级不仅反映了学习者的汉语水平，还对他们的进一步学习选择具有指导作用。例

如，取得 HSK高级别成绩的学习者可以选择更高级别的汉语课程或专业学习，而未达到预期

等级的学习者则可能需要加强基础学习或选择针对性的辅导课程。 

四、教学建议 

（一）强化动机与态度培训 

教师和教育机构应重视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和态度，通过动机与态度培训，增强学习者的

学习动力和信心。例如，可以通过设置明确的学习目标、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活动、给予

及时的反馈和鼓励等方式，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二）优化 HSK备考策略 

针对不同学习目的的学习者，提供差异化的 HSK备考策略。例如，对于工具性动机强的

学习者，可以重点加强听说读写等实用技能的培养；对于融合性动机强的学习者，可以提供

更多的文化体验和交流机会，提高他们的文化理解能力和高级语言应用能力。 

（三）提供个性化学习支持 

根据学习者的具体情况，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支持。例如，对于基础较弱的学习者，可以

提供针对性的基础辅导和练习；对于水平较高的学习者，可以提供更高级别的课程和挑战性

任务，满足他们的学习需求和发展目标。 

五、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的样本主要集中在某一地区和特定群体，可能无法全面代表所有 HSK学习者。此

外，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方法，缺乏深入的定性研究和个案分析。未来的研究

可以扩大样本范围，涵盖更多地区和背景的学习者。同时，可以采用定性研究和个案分析等

方法，深入探讨学习目的与 HSK 水平之间的复杂关系。此外，还可以研究其他因素对 HSK

成绩的影响，如教学方法、学习环境、个人差异等，为汉语教育和 HSK考试提供更加全面和

科学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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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汉语学习目的与 HSK水平之间的关系调查问卷 

本问卷旨在了解您在汉语学习中的学习目的与 HSK水平考试的相关情况。我们希望通过

分析您的学习经历、感受和进步，探讨汉语学习目的与 HSK水平之间的关系。您的回答对我

们至关重要，请认真作答，我们将在问卷完成后给予红包作为答谢。本问卷所有信息将严格

保密，仅供研究使用。感谢您的配合！ 

 

第一部分个人信息 

 

1.您的国籍：____________ 

 

2.您的性别： 

□男 

□女 

 

3.您的年龄范围： 

□18岁以下 

□19-25岁 

□26-30岁 

□31岁以上 

 

4.您目前正在攻读的学位或学习阶段： 

□本科 

□硕士 

□博士 

□其他（请说明）__________ 

 

第二部分汉语学习情况 

 

5.您学习汉语的时间： 

□少于 1年 

□1-3年 

□3-5年 

□5年以上 

 

6.您学习汉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可多选） 

□了解中国文化 

□职业发展 

□日常生活所需 

□对语言学习本身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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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得学位 

□其他（请说明）__________ 

 

7.您对提高汉语水平的愿望强烈程度如何？ 

□非常强烈 

□比较强烈 

□一般 

□不太强烈 

□很不强烈 

 

8.您对汉语学习的态度是？ 

□积极主动 

□比较积极 

□一般 

□比较消极 

□非常消极 

 

9.您每周大约花多少时间学习汉语（包括课堂学习和自学）？ 

□少于 5小时 

□5-10小时 

□10-15小时 

□15小时以上 

 

10.您更倾向于哪种汉语学习方式？（可多选） 

□课堂学习 

□自学 

□与汉语母语者交流 

□使用在线学习资源 

□阅读中文书籍 

□观看中文节目 

□其他（请说明）__________ 

 

三、HSK水平相关情况 

 

11.您是否参加过 HSK 考试？ 

□是 

□否 

 

12.如果参加过，您的最高 HSK等级是？____________ 

 

13.您认为准备 HSK考试对提高您的汉语水平有帮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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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帮助 

□比较有帮助 

□一般 

□不太有帮助 

□没有帮助 

 

14. 看拼音，写词语。 

Zhō nɡ   ɡ uó          dì     tú  

 

15. 填量词。 

—( )人 三( )桌子 

五( )椅子 六( )牛 

 

16. 连词成句。 

（1）中国 人 大卫 是 

（2）八点 上课 十五 我们 

 

17. 排列顺序，选择正确的选项。（） 

①可是今天起晚了 

②平时我骑自行车上下班 

③所以就打车来公司 

A. ①②③ B.②③① C.①③② D.③②① 

 

18. 请选出与下面内容一致的一项。（） 

从 1995年开始，学校每年举行一次演讲比赛，到现在已经是第 15届了。今年的比赛定在下

周六，对于这场比赛，我非常有把握，我要争取发挥出最好水平，你们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A. 比赛安排在周六下午 

B. 我每年都参加这个比赛 

C. 我对这次比赛很有信心 

D. 这场比赛的水平不是很高 

 

19. 高中生与初中生相比，在做出判断和决定前能更多地____各种事实和可能性，____行动

的各种可能后果，决定一旦做出也能更____地见诸行动。 

A. 考察预料明显 B.考虑预计迅速 

C.考验预见充分 D.思考预测显著 

 

20.您在备考 HSK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主要困难？（可多选） 

□语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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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记忆 

□听力理解 

□口语表达 

□阅读速度 

□写作技巧 

□文化差异适应 

□其他（请说明）__________ 

 

21.您为准备 HSK考试采取了哪些特殊的学习方法？（可多选） 

□参加 HSK备考班 

□做大量模拟题 

□专项技能训练 

□使用 HSK备考资料 

□与已经通过 HSK的同学交流经验 

□其他（请说明）__________ 

 

22.您认为自己的学习目的对 HSK考试成绩有多大影响？ 

□影响非常大 

□影响比较大 

□影响一般 

□影响不大 

□没有影响 

 

23.您认为除了学习目的，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 HSK考试成绩？（可多选） 

□语言天赋 

□学习环境 

□教学质量 

□个人努力程度 

□考试技巧 

□文化背景差异 

□其他（请说明）__________ 

 

24.您认为提高汉语水平的有效方法是什么？（可多选） 

□参加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活动 

□获得更多关于汉语学习的实用信息 

□设定明确的学习目标 

□获得更多的学习资源和支持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 

 

25.您对提高汉语学习意愿和 HSK备考有什么建议或心得愿意分享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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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您对本次调查有什么建议或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再次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参与本次问卷调查，您的回答对此次研究非常重要！祝您学习

进步，生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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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learning objectives and HSK level 

Shi Guijuan 

 

(School of Literature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City ,Henan Province ,450000)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data were processed in SPSS21.0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learning purpose and HSK lev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arning purpose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HSK level, and at the same time, learners with different HSK grades show different degrees of 

reverse effect on learning motivation.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rning purpose and 

HSK level not only provides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effectiveness and influence of HSK examinations, 

but also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role of learning motivation in language learning and help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teachers to design more effective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courses. Moreover,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policy makers and promote the popular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teaching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cross-cultural teaching, 

data analysis 

 


